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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之下 玩法多样

本届书市不仅更加惠民、
便民，还增添了不少新元素、新
玩法。

书市期间，地坛公园实行
免门票进入，读者可以现场扫
码领取惠民文化优惠券包，以
更低的价格获取优质文化体
验。此次书市设置了“我与地
坛——文学与阅读、阅读与人
生”主题展，精选了37位当代
作家的39部作品进行介绍与
展示。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中
史铁生作品各时期版本达10
余种。

为激发人们的创作热情，
书市还面向广大市民征集音
频、文章、照片、视频等，并在
书市现场集中展出优秀获奖
作品。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公园步道旁搭建了众多排
列整齐、按照出版社划分的帐
篷，帐篷内支着的长桌和书架
上摆满了玲琅满目的书籍，类
别涵盖多个领域。即便是在工
作日，书市现场也人头攒动，汇
集了各个年龄段的市民。“我们
主要是奔着史铁生和他的作品
《我与地坛》而来。来地坛公园
寻找《我与地坛》的影子，也算
是身临其境了。”大学生黄瑜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趁着下午
没课，她就和同学来书市逛逛，
体验特色文化氛围。

有市民称自己是来寻找儿
时回忆的，也有不少人在书市
淘到了自己心仪的书籍。现场
除了新书外，还有许多看起来
颇有岁月感的老书，甚至还能
找到成套的原版“小人书”。
而且这里的书籍均有力度不等

的折扣，要比在书店购买划算
许多。

值得一提的是，书市展销
内容除主题教育相关学习辅
导读物以及获评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
奖、入选“中国好书”和“京华好
书”的优秀出版物外，还有各
家出版社及特色书店的精选
好书和趣味文创，更有搭建精
美的儿童主题互动区域，帮助
小朋友了解传统文化、增强阅
读兴趣。

一位中年女市民举起印着
公交车的小瓷缸对中国城市报
记者说，她家原先就住在“国门
第一路”大1路公交车总站附
近，因此看到这个图案就仿佛
穿越回了过去。说着说着，她
掏出手机扫码支付成功后，带
走了印着回忆景观的小瓷缸。

正阳书局作为专门经营北
京古籍文献的特色书店，此次
展销的“北京中轴线立体影像”
特色文创产品，每套包含16张
中轴线上的老照片。消费者可
以将纸折叠后，通过左右两个
小孔看到老照片的立体效果。

而作为北京文化论坛配套
活动，本届地坛书市创办了地
坛文化讲堂，打造“一日一主
题”的阅读活动，比如“十月文
学月”主题日、“京味文化”主题
日邀请了曹文轩、乔叶、汪兆骞
等名家举办分享讲座。

重回地坛 意义非凡

实际上，北京书市由来已
久，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最
初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
2002年迁移至地坛，2013年以
后改在朝阳公园举办，2023年

回归地坛。尽管北京书市举办
地几经改变，但始终是京城知
名度和参与度颇高的群众性文
化盛事。

众所周知，地坛是千年古
都的九坛之一，至今已有470
余年历史，位于北京中轴线北
延长线上，是传统文化地标式
建筑。同时，地坛也是中国著
名作家史铁生在致残后人生低
谷期时常思考人生、寻找生命
意义的地方，是支撑他身残志
坚、奋进不止的精神家园。史
铁生创作的《我与地坛》《我的
遥远的清平湾》等名篇享誉文
坛。因此，本届书市以“我与地
坛”为主题，契合了史铁生的人
生态度和精神追求，对于当代
青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校
正和引领作用。

时隔10年，北京地坛书市
再次回归，特别是回到了具有
地标性意义的地坛公园，不仅
让广大读者有机会在旧地重拾
过去的美好回忆和阅读情怀，
还在更高起点和更广空间中营
造了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更
好地满足广大读者对美好阅读
生活的新期待。

据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副
总经理李颖介绍，此次他们带
来展销的是《京杭大运河光影
实录·北京卷》《北京一得阁墨
汁》《蓝雅白韵：中国蓝印花布
纹样研究》《药香制作技艺》等
为记录和保存北京文化、非遗
文化而出版的精品图书。“希望
广大读者能借此走近传统文
化，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李
颖表示，地坛书市时隔10年重
开，她能明显感受到人们的热
情，这对出版行业从业者而言
值得欣慰，也坚定了他们多出

好书的信心。
西京学院新闻学副教授樊

水科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图书市场上有相对
稳定的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倾
向于逛实体书店，继续阅读纸
质图书。地坛书市重启对这批
读者来说，是一种尊重、一种姿
态。年轻一代读者的阅读方式
更多元化，地坛书市的重启为
他们提供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相
结合的阅读体验，有助于其重
拾对实体图书的兴趣。”

地坛公园副主任岳欣也坦
言，在电子书阅读盛行的当下，
本次活动的举办具有特殊意
义。“书市举办期间，游人如织，
即便大雨滂沱也浇不灭大家的
热情。这反映了读者对纸质书
阅读的需求。纸质书与电子书
难以相互替代。”她说。

实体发展 任重道远

市民、书迷对地坛书市表
现出的热情，让不少实体书店、
出版社看到了希望。

近年来，受疫情打击、电商
冲击及读者阅读习惯变化等因
素影响，不少实体书店经历“寒
冬”。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
布的《全国实体书店经营情况
调研报告（2022）》显示，当下实
体书店的经营发展压力大，占
受调查对象约6成的非国有书
店都有需要扶持的迫切愿望。

昔日网红书店言几又、猫
的天空之城陷入闭店潮，有最
美书店之称的钟书阁、方所书
店关闭部分门店，单向空间曾
发起众筹“续命”……从网红连
锁书店到小众独立书店，多家
实体书店在过去的几年里纷纷

与读者道别。
然而，从地坛书市不难看

出，电子书并不能取代实体书
籍。“实体书店经营艰难的主要
原因是电子书的竞争和线上购
书的方便性，但实体书店提供的
阅读环境、特色活动和由书店员
工推荐书籍等体验，是电子书及
线上购书所无法满足的。”财经
评论员张雪峰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书市等
活动，读者有机会与实体书店和
书籍产生更直接的互动，更容易
对阅读产生兴趣并为实体书店
提供支持。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
长、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
文喜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也表示，通过参观书市，读
者可以感受到实体书的质感、
气味以及翻阅的乐趣，从而重
拾对书籍的兴趣，进而助推市
场复苏发展。

谈及未来该如何推动实体
图书和出版社的发展，柏文喜
认为，出版社的发展需要找到
平衡点，比如出版社可通过与
文化机构、图书馆等合作开展
各种书展、读书活动等，提升读
者对实体书的兴趣；同时积极
推广电子书市场，开发更多优
质电子书产品，满足读者数字
化阅读的需求；探索多元化发
展路径，如开展数字出版、跨界
合作等，以适应时代变化和读
者需求的改变。

张雪峰则建议，实体书店
除参与书市等活动外，还可以
通过提供更好的阅读环境和个
性化的服务来吸引读者，如搭
建社区化的阅读空间、在店内
设置舒适的阅读角落、举办读
书签售和分享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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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的是书淘的是书，，重拾的是信心重拾的是信心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文图

时隔10年，北京地坛书
市重启。

近日，“我与地坛”北京
书市在地坛公园举办。作为
2023 北京文化论坛配套活
动，本届书市为期 11 天，展
场总面积 1.5 万平方米，200
余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
40万种精品图书，并设有签
售会、读书分享会等活动。

老书市焕发新活力，让
市民找回记忆、淘到好书的
同时，也让实体书店经营者、
出版社从业者重拾行业发展
信心。

近日，北京地坛书市人头攒动，读者纷纷选购图书、打卡留念。近日，在北京地坛书市上，手工艺人展示草编技艺。


